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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文化产业已成为推动上海文化产

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头，通过加强内容、技

术、投资等方面的开发与融合，上海正加快

整合数字文化产业的先进生产力要素。昨

天，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2024上海文化发

展系列蓝皮书，分别聚焦上海文学、文化、

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电影产业、文化

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系统梳理当

前上海文化建设现状和面临的挑战，展望

上海文化产业发展新趋势。

蓝皮书指出：上海是全国发展数字文

化产业新业态最为集中、竞争力优势最

强、产业规模最大的地区之一。跨入“十

四五”以来，上海出台的数字经济、元宇

宙、影视产业、游戏电竞等扶持政策之数

量位居全国前列。全市十余个区将数字文

化产业及重点门类列入“十四五”发展规

划。上海网络游戏产业规模占全国比重提

升至近50%，推动一大批优秀数字文化产

品竞相出海。

新业态催生新模式，赋能文
化产业创新

近年来，中国文化产业遇到诸多挑战，

与数字经济、互联网等紧密结合的文化产

业新业态成为增长主要亮点。《上海文化产

业发展报告(2024)》亮出一组数据——

2023年上半年，上海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实现营业收入5998.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20.6%，增速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数字化潮流，催生了生机勃勃的数

字文化产业，从内在尺度和内生动力的意

义上，为城市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全新的坐

标。”该分册执行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

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花建谈到，文化新

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的新业

态、新动能、新模式，助力赋能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建设。数字文化

产业新业态带动了文化场馆、出版与印

刷、演艺娱乐、展览展示、图书销售、电

影放映等门类的持续转型，成为上海文化

产业发展的动力源头之一。

数据表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特征明显的上海文化新业态表现出强劲动

力，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4883亿元，比

上年增长6.6%，较全市规上文化企业的

营收增速高9.9个百分点。在数字文化产

业各细分领域中，上海网络文学实现销售

收入120亿元，保持全国领先；上海网络

游戏产业实现销售收入1280亿元，占全

国规模三分之一；上海电竞产业总产值达

269亿元，其中赛事收入超60亿元，占国

内市场半壁江山；上海网络视听相关产业

收入达1650亿元，保持全国领先；上海

网络视听平台用户约达5.14亿，覆盖全国

网民48.2%。

上海培育集聚了一大批数字文化产业

企业，恰是上海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

数字化生态、集聚先进生产力要素、培育

产业集群的成果。比如，以游戏动漫、传

媒影视、艺术演艺、数字融合创新等板块

为核心的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徐汇区四

大战略产业集群之一；依托真如副中心的

上海市数字广告园精准聚焦优势领域，正

持续扩大产业优势，显示了上海市和区两

级争相发力，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新

格局。

新场景升级新体验，都市文
旅深度融合

如今，申城打造了一批“新空间、新

产品、新场景”，实现文旅功能深度融

合，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全面升级

的都市文旅沉浸式新体验。

《上 海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发 展 报 告

（2024）》采用SWOT模型对上海30余家

文旅公共服务功能融合试点单位进行案例

研究。从“文旅+直播”模式探入城乡多

个角落，Citywalk持续结合不同主题推陈

出新，到“一江一河”“建筑可阅读”等

打造成海派文化IP，城市文旅新空间持

续激活消费的同时，也助力深度挖掘丰厚

历史文化资源。

此 外 ，《 上 海 文 化 发 展 报 告

（2024）》以“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

样本”为主题指出，截至2022年底，上

海市重点文物保护合规率已达到100%，

提前3年实现《规划》目标。《上海文学

发展报告（2024）》从“女作家的城市叙

事”切入梳理评析当下上海文学发展状况

和 动 态 。《上 海 文 化 交 流 发 展 报 告

（2024）》以“创出与承接：国际融合与

新文化诞生”为主题，聚焦在文化和科技

融合语境下世界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换等

问 题 。《 上 海 电 影 产 业 发 展 报 告

（2024）》聚焦“上海电影产业的提升路

径与发展趋势”，探讨上海电影政策、创

作、工业化实践、“影游融合”等。《上海

文化遗产发展报告（2024）》以“加强文

化遗产保护，探寻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奥

秘”为主题，提出保护文化遗产，需激活

文化遗产的内在基因，使其适应新时代，

以创新性特质生长在日常生活实践之中。

据悉，“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

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建设的品牌产

品，由文学研究所主编，已连续出版逾二

十载，被列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重要成果

之一和上海“两会”指定选送书目。

    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发布

文化新质生产力为城市注入新动能
■本报记者 许旸

相较日前的持续高温，暑期档电影

市场却有些不温不火。悬疑电影《默杀》

被业界认为是暑期档首部具有“爆款潜

质”的作品，上映近10天累计票房破6亿

元，已进入今年上映新片的票房前十。

该片导演柯汶利曾因执导热门片《误杀》

被观众熟悉，时隔五年《默杀》卷土重来，

故事围绕一所女子中学的校园霸凌事件

展开，还涉及原生家庭、家庭暴力等备受

关注的社会话题。

近年来，悬疑犯罪类影片迎来井喷，

展现出类型片强劲的市场潜力。据灯塔

发布的《2023年中国电影市场年度盘点

报告》显示，悬疑犯罪类型广受青睐，成

为拉动年轻观众的有效支点。因此，《默

杀》刚一亮相，立刻点燃了电影市场，也

激起了各方热议。目前，该片豆瓣评分

仅6.7分，逊于前作《误杀》的7.5分，能否

成为真正的“大爆款”还有待观察。有观

众认为，《默杀》并未将“追凶”过程当作

核心环节，反而着重落笔于还原案件真

相，观影体验既有爽感又有思考。也有

观众吐槽，“狂下猛料”的视觉奇观与“故

弄玄虚”的悬疑设定充斥全片，《默杀》与

其说是现实题材悬疑片，不如说是一部

暗黑系惊悚片。

冷峻观察植入电影创作

沉默放纵暴行，开出邪恶之花。据

柯汶利透露，拍摄《默杀》的缘起是一则

新闻：妈妈发现女儿失踪，孩子竟然被楼

下邻居劫持。这则新闻最触动柯汶利的

是，当邻居们听到女儿的呼救声，他们都

觉得这是别人的家务事，既没有人主动

告知母亲，也没有人站出来阻止或报

警。“最讽刺的是，当警察带着凶犯重返

犯罪现场的时候，整栋大楼的人都冲出

来，想要教训他。”柯汶利将冷峻的观察

移植到电影创作中，血淋淋的镜头直击

观众内心。

“我们存在于此，皆为众生，众生之

行，引发觉悟之链。觉悟的终点，皆是新

生的起点。”电影里反复出现这段台词。

柯汶利试图以新的意象来解剖人物的内

心世界，善恶有报，罪恶难逃……在《默

杀》中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李涵（张

钧甯饰演）被家暴致使鲜血直流，却没有

一位邻居上前制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林在福（王传君饰演）被抓捕归案

后，整栋楼的邻居都跑上天台看热闹，义

愤填膺地指责他的罪行。令人不寒而栗

的反差，映射出影片的主题——每一个

面对恶行而沉默的人都是凶手，集体沉

默之中将会孕育出更大的罪恶，最终吞

噬所有人。

在119分钟时长的《默杀》里，柯汶

利向观众展示性侵、家暴、虐待、校园

霸凌、跟踪偷拍等众多社会问题。在极

大拓展话题丰富度的同时，电影叙事的

剖解难免流于表层，绝大部分是点到为

止，未能止渴。更为遗憾的事，《默

杀》罗列堆叠众多话题，反而稀释冲淡

了悬疑“浓度”。影评人韩梦想认为：

“也许是想说的太多，全片在影像造型

和议题关注的同时也缺失了部分悬疑片

的叙事编织，故事层面没有《误杀》的

逻辑严密。”

高密度“反转”成为揽客招牌

近几年，一批悬疑犯罪电影呈现出类

似气质：《唐人街探案》《误杀》《消失的她》

《拯救嫌疑人》《瞒天过海》等都把背景设置

在东南亚或非当下社会，以高能反转的情

节诱发观众的浓厚兴趣。《默杀》同样具有

鲜明的类型片烙印，暗系的色调、阴森的老

建筑、接连而至的暴雨……营造出“悬疑+

惊悚”的氛围。柯汶利坦陈，对于一部题材

有些沉重的商业片来说，悬疑和惊悚的元

素能增加可看性。

部分悬疑犯罪电影越来越趋向抖音短

剧，把接连反转的剧情、血腥暴力的镜头当

做揽客的“招牌”。“反转”“尺度”“真实”等

元素被包装成“金句”，作为电影海报上最

醒目的关键词。一般来说，“反转”是悬疑

犯罪电影最突出的核心卖点；然而《默杀》

中高密度、弱逻辑的反转却让有些观众有

一种“故弄玄虚”的感觉。部分人物形象、

行为动机上略显单薄，让人产生割裂的观

感，难以信服。

近期的爆款商业片都重视“情绪营

销”，当“猎奇+话题”的组合拳“捶向”

短视频平台，更易击中网友的情绪爆点。

一年前，《消失的她》以大尺度视觉奇观

叠加争议性社会话题的方式，满足了观众

视听需求和情绪诉求。如今，《默杀》再

次证明了这种模式的行之有效。值得关注

的是，在大银幕上的暴力美学固然会带给

观众巨大的视觉冲击，但有专家认为，展

现霸凌虐待的细节场景过多过长，以及黑

暗、压抑和暴力的风格难以让人共情。

《默杀》何以成暑期档“潜质爆款”

■本报见习记者 臧韵杰
记者 宣 晶

一座公馆，两个家庭，八个人

物，三十年恩怨……《雷雨》是中国

人家喻户晓的文学经典。今年恰逢

《雷雨》剧本发表90周年，上海东方

艺术中心打造同名舞剧，用肢体语

汇展现人性与悲剧美学，带领观众

拨开雨夜迷雾。目前，该剧正在进

行最后的打磨和冲刺，将于7月25

日揭开面纱，连演5场。

舞剧如何以现代人的美学视角

去重释经典？“在以往的戏剧或影视

剧中，蘩漪都是焦点核心。这一次，

舞剧导演选择放大鲁侍萍这个角

色，以她的视角去展开叙事，不会像

往常一样走入‘死循环’。”中国舞蹈

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舞蹈家山翀认

为，改编经典要与时俱进，激发年轻

观众的共鸣。“在我看来，鲁侍萍有

着复杂的情感和坚韧的内心，她如

一道白月光，照进黑压压的周公

馆。”

经典融入当下，角色
随着时代去转化

《雷雨》八人同台，线索繁杂，矛

盾重重。舞剧改编从何处破题？导

演赵小刚将聚光灯指向了鲁侍萍。

一段“巨影”舞蹈便是她的内心独

白，巧妙揭示鲁侍萍与其余七人的

命运纠缠——他们如同黑影，重重

压在她的心上。因此，鲁侍萍的演

绎不仅需要高超技巧，更要有丰沃

的人生历练，用隐忍内敛的肢体表

演打开幽微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个

角色由山翀挑起大梁。

被誉为“中国舞剧皇后”的山

翀，是“梅花奖”“文华奖”得

主，几乎斩获了中国舞蹈界所有的

最高奖项。她曾主演《英雄儿女》

《铁道游击队》《红楼梦》《原野》等

30余部大型舞剧，塑造角色之丰

富、主演剧目之全，鲜少有人能够企

及。“每一部新戏都如履薄冰，每一

个角色都倾尽全力。”身在艺术高

峰，山翀毫不松懈，她仍活跃在舞

台，迎接一个个新挑战。“收到赵小

刚导演《雷雨》发来的邀约，我既忐

忑又兴奋，重释经典会是一次冒险旅

程，但也很过瘾。”

月白长裙、靛蓝头巾，山翀饰演

的鲁侍萍让人眼前一亮。角色造型不

再用灰扑扑的佣人服饰，而是进行了

时尚化设计。“鲁侍萍不是‘鲁妈’！

这个角色应该随着时代去转化，融入

当下。”山翀表示，“如果单纯追求

‘原汁原味’，我反而觉得没有意义

了，不做也罢。”

舞剧改编要跳出窠臼，但不能脱

离“根脉”，原著中的人物关系、情

感纠葛不能变。“我反复观看 《雷

雨》的电影、话剧。看别人演，反观

自己在创作角色时采用哪一种方式。

过去，鲁侍萍并不是一个被浓墨重彩

去渲染的角色，而我恰恰认为，她具

有可贵的、内在的反抗力量。”在山

翀的眼中，鲁侍萍看似柔弱，实则柔

韧有力。“她被撕裂过很多次，但永

远是忍耐的，负重前行。”

“一个有爱有恨有不甘心的女子，

隐忍着各种复杂情感。”山翀透露，舞

剧尾声，当鲁侍萍独自走向舞台后方

时，有一个回望的动作。“那一瞬间，她

的眼眸中有什么？头脑里想什么？这

是一处饱含深意的留白，需要观众自

己去想象。”

“翀”寓意一飞冲天，仿
佛有着舞蹈动感

“我的名字比较硬，像男孩名。”山

翀说，自己的名字是父亲翻新华字典

取的，“寓意一飞冲天，也有人说，这个

字仿佛在跳舞，有一种动感。”

山翀出生在医生家庭，舞蹈“开蒙”

并不算早，11岁时因一段广播体操《小

星星》被艺术学校的老师选中。顶尖舞

者之路荆棘丛生，挫折总是难免的。从

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后，山翀进入中国歌

剧舞剧院，刚入职就排演了人生第一部

舞剧《徐福》。“当时，我不是A组，而是C

组。”尽管是第三组演员，但山翀依旧全

身心投入排练，最后剧目审查时被定到

了A组。“天分占百分之十，必须加上努

力，才有可能捅破那层窗户纸，看到光

亮。”她说。

记者问山翀：“哪个角色在你心里

扎了根？”她答：林黛玉。《红楼梦》在文

学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它仿佛是一部

永生的作品，感染影响着一切与它有关

的再创作。“我喜欢林黛玉，因为她的多

愁善感之中，有着一种叛逆又很孤傲的

性格。”在舞剧《红楼梦》里，山翀从诗

意、诗性和诗魂入手，锻造出至情至性

的“林妹妹”。

光鲜舞台的背后，是与伤病的“殊

死斗争”。“别看我外表柔，其实内心倔

得很！”山翀说。医生曾建议她切除损

伤的半月板，但术后能完成全蹲动作的

概率只有一半，这意味着她有可能被迫

离开心爱的舞台。犹豫再三，她决定采

取保守治疗。

而今，山翀依旧活跃在舞台上，

而且体重常年保持在46公斤以下。这

种“凡尔赛”的背后，是她高度的

“自律”和对舞蹈的执着。“舞台上掺

不得一点假，不能去哄骗观众，也不

能去投机取巧。尤其是舞者必须‘真

刀真枪’，能力到什么程度，上台一眼

就能看出来。所以，没有捷径，唯有

苦功。”山翀坦陈，随着年龄和阅历的

增长，自己对人物塑造的感受越来越

深。“生活给予的丰厚积淀，都有利于

塑造角色。”

——与《雷雨》鲁侍萍扮演者、著名舞蹈家山翀聊创作

她，如一道“白月光”
照进黑压压的周公馆

■本报记者 宣晶

这个夏天，音乐剧市场票房高、人气高；但与
此同时，引发观众不满、吐槽甚至上了热搜的“乱
象”也着实不少。

其“乱”一：前几天，某音乐剧男演员承认自己
在台上“演砸了”，却在微博上发文强调“自己已经
很努力”“不需要在演出结束以后等待你的盘问和
责怪”，还要求观众“留点口德”。此言一出，有网友
纷纷诧异：“知道自己演得差，还不能接受批评？”

其“乱”二：某部正在上海热演的原版音乐剧，
近日因为麦克风故障，当晚直接改为在舞台上播
放录音。这样有悖于舞台现场演出本质，甚至涉
嫌违规假唱的行为，事后也没有给出必要的解释
和交待，由此引发了不少观众的不满——若演出
方都心存侥幸、无视底线，动辄以录音播放来代替
现场演唱，那么音乐剧现场的魅力何在？专业演
员真唱的意义何在？

其“乱”三：有观众吐槽自己花了近500元的门
票，去看一部小剧场音乐剧，发现观演视野从头到尾
被钢琴遮挡大半。在质疑剧组是否对座位区域观演
视野做过调研测试时，得到制作人“没有，我们不需
要调研”的答复。网友感慨：制作方“哪里来的傲
慢”？如此不在乎观剧体验的原创剧目，又能走多远？

中国音乐剧市场近年来确实火了，但近期发
生的多个乱象却在提醒所有从业人员——火爆的
市场需要演员、剧组、制作方和管理方更加认真地
对待。戏比天大，这是古往今来无数演艺名家对
待演出的态度，也是今日演艺人员应有的职业道
德。而近期乱象中的那位演员也好，演出方和制
作方也好，专业水准的种种不达标，恐怕和忘记了
“观众至上”不无关系。

爱之深，责之切。有不满、提要求，证明观众对
中国音乐剧行业向好发展有所期待，而更科学、规
范和有诚意的市场监管、观众监督和业界自律，才
是行业能持续健康发展的方向。希望从业者们在
市场火起来的同时，更能沉下心来尊重艺术创作、
用心打磨作品，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尊重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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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打造舞剧《雷雨》，将聚光灯指向了鲁侍萍，用肢体语汇展现人性与悲剧美学。图为鲁侍萍

和周朴园。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供图）

悬疑电影《默杀》被业界认为是暑期档首

部具有“爆款潜质”的作品，上映近10天累计票

房破6亿元，已进入今年上映新片的票房前

十。故事围绕一所女子中学的校园霸凌事件

展开，还涉及原生家庭、家庭暴力等备受关注

的社会话题。

制图：冯晓瑜


